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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二〇一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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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编制说明

1. 背景情况

1.1 任务来源

2014年发布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24-2014）（以下简称“现

有导则”)在促进、规范、指导我国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防治输变电工程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不断加强，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现有导则存在的相关问题逐渐显现。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理顺输变

电工程环评工作机制，促进输变电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

监管司于 2017年 12月决定修订《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并

明确由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承担该项任务。

1.2 工作过程

2018年 1月，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接受修订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在前

期准备的基础上，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修订开题报告》，编写了标

准修订草案，并组织了内部和外部的多次讨论，不断完善标准。

2018年 3月，编制单位根据辐射源安全监管司要求，组织召开了本标准修订开题论证会。

根据论证会专家意见，编制组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修订初稿）》。

2018年 6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修订初稿的审议会，会议

原则同意标准修订初稿内容，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编制组根据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了

完善，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征求意见稿初稿）。

2. 标准修订必要性

一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的需要。党的十八大、十

九大持续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输变电工程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一方面，

工程建设可能会影响环境生态，另一方面、工程可以为节能减排、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清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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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2016年，国务院提出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对包括环境保护行政审批

在内的各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放管服”改革

为契机，修订本标准。

二是环境保护工作由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转变的需要。根据国务院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求，生态环境部不断完善审批、监管、服务等工

作，修订起草了一系列规章标准。对环评工作，简化了前置条件、落实了并联审批机制，分

离了公众参与工作。为此，需要修订本标准使之与生态环境部对环评文件审批管理改革要求

相协调。

三是理顺输变电工程环评工作机制，降低环境管理风险的需要。过去，由于环评前置必

要性手续多，输变电工程环评周期长，一些工程出现未批先建情况；由于环评所处工程阶段

相关资料粗浅，输变电工程重大变动成为常态。一旦出现信访投诉，生态环境部门、电网企

业运营商只能勉强应对。当前，有必要从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输变电工程环评工作机制，

促进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更好地协调发展。

3. 标准编制依据和原则

3.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4）《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5）《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6）《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7）《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8）《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11）《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3.2 编制原则

本次修订贯彻“合法合规 积极兼容”、“放管结合 重点突出”的原则：

（1）合法合规 积极兼容。就是各条款应符合最新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生态环境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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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章，以及电网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经营有关规定。在合法合规前提下，行政部门需充分考

虑输变电工程选点多、路径长、邻避效应明显的特点；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应充分认识输变

电工程容易与公众“相邻”，公众关注度高，纠纷不断的特点。

（2）放管结合 重点突出。就是尽量简化环评（作为工程前期行政许可）与其他行政审

批的手续交叉，能交给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办理的就下放，能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就放权。抓住

输变电工程主要为电磁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影响这个牛鼻子，确保监测达标、尽量实现

工程环境影响被公众接受。

4. 修订的工作重点

（1）对照现行相关法规标准，严格符合性审核。原标准实施以来，国家环境保护法规标

准体系有较大调整，《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等相继修订实施，本次修订需对照相关法规标准，确保符合最新

生态环境管理要求。

（2）调研输变电工程环评文件技术审评、工程环保投诉信访中问题。原标准实施三年多

来，在技术审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出现了针对工程建设的环保投诉、纠纷和信访，

一些工程的环评文件行政许可甚至出现诉讼。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其出现的原因，

在导则修订中尽量预防和消解这些矛盾。

（3）梳理环评编制前置条件。近三年，国务院提出了“放管服”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加快建设项目审批，在《国务院关于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发〔2015〕6号等文件中明确将环评审批进行“并联”。生态环境部按照国

务院统一部署，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重大决策部署，提出

了建设项目由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转变的要求，并发布了若干配套管理文

件。本次修订需要明确项目“路条”文件、评价标准确认文件、特殊生态敏感区管理部门意

见等原来需要的前置文件是否继续保留。

（4）优化公众参与要求。新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于 2017年 1月

实施，明确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本次修订依照该标准，将公

众参与与输变电工程环评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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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的适用范围

与现有导则保持一致，即适用于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工程、±100kV及

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基本覆盖了现有需要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的各类电压等级输变电工程。

5.2 术语和定义

完善了“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定义，其余术语与现有导则保持一致。

5.3 基本规定

（1）关于工作程序

在“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及工作程序”图中删去了“公众参与”与“产业政策符合

性分析”内容。与现行国家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一致。

（2）关于评价依据

将现有导则要求的“城乡规划相关资料”缩小为“生态环境规划相关资料”,包括环境保

护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以呼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本质，与

总纲要求一致。在输变电工程相关特殊生态敏感区中增加了“海洋特别保护区”，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修订情况一致。删除了取得工程所在地有关部门同意选线

选址意见，综合经济部门同意开展工程前期工作文件的要求，与“并联”审批精神一致。

（3）关于评价因子

删除了变电站生活污水相关评价因子要求，这符合输变电工程一般无生产性废污水排放，

其水环境影响主要为几名值班（值守）人员生活污水的实际。少量生活污水非工程主要影响

因素，通常无需开展生活污水相关因子监测。

（4）关于评价工作等级

单个输变电工程可能包括不同电压等级和交流、直流混合，特别是线路工程，如电磁环

境评价均按照最高评价工作等级要求开展，既不符合“放管服”要求，也不切合工程影响程

度实际。本次修订提出“如工程包含多个电压等级或交、直流的子工程时，可以按子工程情

况分别确定评价工作等级”。

为着重体现生态保护要求，对输变电工程穿越特殊生态敏感区时，均要求其生态评价工

作等级按照 HJ19要求开展。当不穿越特殊生态敏感区时，可适当降低一个等级开展生态评价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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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生态评价范围

输变电工程中架空线路工程对生态的为点位间隔式，不阻断隔离生境，且施工结束后可

以较快恢复生态；施工活动产生的生态扰动一般不超过线路边线外 50m范围，或变电站边界

外 100m。因此，线路工程生态评价范围至边线外 200m，变电站生态评价范围至边界外 300m，

可以覆盖工程生态影响实际。

（6）关于工程分析

简化了与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内容，保留了与生态环境相关规划分析内容，这与总纲要

求是一致的。

（7）关于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删去了社会环境调查内容，与总纲要求一致。

（8）关于电磁环境预测

输电线路电磁环境二级评价预测时，由类比监测与模式预测结合调整为模式预测。

（9）关于环保措施

完善和明确了环保投资范围，与总纲要求一致。

（10）关于环境管理和监测

删去了“环境监理”要求，与最新法规修订情况和总纲要求一致。

（11）关于公众参与

将公众参与和环评工作分离，也是适应总纲的要求。

（12）关于结论

补充了工程环境影响“不可行“结论的情况，与总纲要求一致。

6. 标准征求意见和处理情况（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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